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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日本核污染水排放新闻报道中态度资源的

生态话语分析
韩熙

吉林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吉林省长春市，130012；

摘要：本文以评价理论和生态哲学观作为研究基础，对《中国日报》2023 年 6 月至 12 月发表的有关日本核污染

水排放的 132 篇新闻报道中的态度资源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日报》中关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放”

的新闻报道的态度资源中鉴赏资源最多，占一半以上。相关新闻报道中的态度资源主要表现为“生态有益性”的

生态特征。本研究有助于增进读者对相关报道中态度资源特征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这一生态语

境的理解，以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此外，本研究有助于丰富评价理论的应用实践。

关键词：态度资源；生态哲学观；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生态话语分析；生态性特征

DOI：10.69979/3029-2700.25.03.090

引言

本文旨在运用评价理论和生态哲学观，对从《中国

日报》中精选的有关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的新闻报道中使

用的态度资源进行分析，旨在探索《中国日报》有关日

本核污染水排放的新闻报道中的态度资源呈现的分布

特征和生态性特征。

1 文献综述

如引言所示，本文旨在从生态话语分析视角研究有

关日本核污染水排放新闻报道中的态度资源，所以本章

内容包括态度资源和生态语篇的文献综述以及总结。

1.1 态度资源的文献综述

在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这本书中，Martin 和 White (2005)介绍了评

价理论的三个子系统：态度系统、介入系统和级差系统。

其中，态度系统是最为重要的。态度系统又分为情感、

判断和鉴赏。国外既往对态度资源的研究主要从新闻语

篇、商业语篇、学术语篇、生态语篇等语篇类型出发。

在国内，王振华、马玉蕾(2007: 22)认为态度资源

一定是带有评价作用或态度意义的话语或书面表达。近

年来，许多中国学者纷纷选择了态度资源作为他们的研

究对象，这大大促进了态度资源的相关研究。

1.2 生态语篇的文献综述

Stibbe (2014:117-128)将“生态语篇”解释为人

类用于分析环境的语篇。生态语篇的研究价值在于生态

语篇代表着人类的生态概念，而这种生态概念主导着人

类的行为习惯，由此推知，生态语篇可以影响到人类的

行为习惯。1962 年 Racheal Carson 出版的《寂静的春

天》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生态语篇的问世。自此，越来

越多的有关生态问题的新闻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许多

学者开始做有关生态语篇的研究。比如 Mühlhäusler (2

003)在 Language of environment: A course in ecol

inguistics一书中指出，研究环境问题被讨论的方式对

于解决环境问题至关重要。Owen (2004)对语言、生态

和环境间的关系做了研究。

对比国外学者对生态语篇的研究，中国相关研究起

步得相对较晚。黄国文、赵蕊华(2017: 585) 认为生态

语篇是一种关于环境的语篇。中国学者推动了生态语篇

的研究进程。中国学者通过从多种不同的视角、通过使

用不同的方法对生态语篇进行研究。王积龙、颜春龙(2

009)对美国生态语篇四十年间的发展做了历时研究。陆

娇娇(2018)构建了基于话语分析的中德气候变化新闻

语料库，并对两国气候变化新闻的话题分布和议题进行

对比分析。许多研究者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来研究生态

语篇，如朱长河(2006)、冯捷蕴(2014)等。何伟、魏榕

（2017）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理论，构建了一

个反映国际生态话语特征的及物性分析模型。赵蕊华(2

016) 从系统功能角度研究生态语篇，认为今天的大多

数生态问题源于人类对非人类动物的传统身份建构，影

响了人类的相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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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总结

以上是对态度资源与生态语篇的既往研究，对本研

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以往对日本核污染水排

放的研究大多基于国际法视角等，很少有研究从语言学

的角度关注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放问题。因此，本研究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本章提供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包括对

态度系统和生态哲学的介绍以及数据收集和样本选择、

研究方法。

2.1 理论框架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可分为态度系统和生态哲学两

部分。

2.1.1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

20世纪 90年代，Martin提出评价理论可以作为语

篇研究的框架。该理论包括态度、介入和级差三个子系

统，用来评价或判断人、事物、情感等资源。态度系统

是评价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包括情感、判断和鉴赏

系统。情感系统是最主观、最明显的情绪反映，既能直

接表现积极情绪，也能直接表现消极情绪，从而揭示社

会现状。

态度系统具有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并被用于探索

新闻和政治话语。态度系统是评价理论中核心的系统，

它包括情感、判断和鉴赏。情感资源是用来传达情感意

义的。判断资源用于根据伦理和道德标准评估个人的属

性。鉴赏资源用于评价一个事物、一个事件或一个事件

过程。

2.1.2生态哲学观

对于生态语言学研究者来说，世界观、方法论和生

态标准尤为重要，我们称之为生态哲学(ecosophy)（St

ibbe, 2015:11）。1995 年，Naess 用“生态哲学（eco

logical philosophy）”来描述一种从生态学角度出发

的哲学。学者Stibbe(2015)受到 Naess 的启发，提出了

自己的生态哲学观“活着！”。

生态话语分析展现了语言研究者们对人类社会的

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他们肩负的社会责任(黄国文, 201

6:10-14)。受到 Stibbe 的启发，黄国文将目光放在中

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上并提出了“和谐”这一生态哲学

观。

何伟和魏榕（2018a:3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

对代表国际社会生态系统即国际关系的国际生态话语，

基于国际生态语篇提出了“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

态哲学观。它的目标是维护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

展。何伟和魏榕(2018b:63-73)指出无论是哪一种生态

哲学，哪一种生态系统，都涉及到生态系统中各种生态

因子之间的交互共存。鉴于多种生态系统相互联系，形

成了一个与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有关的庞大系统网络，

我们应该能够形成一个普遍适用的生态哲学。生态哲学

观应当具有社会性、国际性、全球性，能够推动整个系

统网络的健康发展。这种生态哲学应该是“多元和谐，

交互共存”。（何伟，魏榕, 2018a: 32）。

因为何伟和魏榕的“多元和谐，交互共存”的生态

哲学观(2018a: 32)高度适用于本研究，故本研究借用

其生态哲学观。

2.1.3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为本文从生态语言学视角考察

态度资源的分布特征和生态属性提供了注释和分析的

标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结合了 Martin、White（2005:

38）的理论框架和何伟、魏榕（2018a: 32）的理论框

架。对态度资源的类型、倾向等进行分析和总结。总之，

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从生态话语分析的角度探索

新闻报道传达的态度和生态取向。

2.2 研究方法

本节介绍了数据收集与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

2.2.1数据收集与样本选择

在 2023 年 6月至 12月的六个月期间，日本的第一

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排放核污染水引发广泛争议。《中

国日报》作为中国的主流英文媒体之一，为向世界传递

中国声音做出了贡献。鉴于 2023 年 6月至 12月这一期

间在事件中的重要性，本研究集中分析了《中国日报》

在这六个月间发布的典型新闻报道。

本研究通过在《中国日报》官网上检索以下词汇选

取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典型新闻报道： “nuclear”

（核）、“water”（水）、“Fukushima”（福岛）等。

此后，经过仔细阅读，收集了 132 篇新闻报道。本文选

取了6段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段落，这些段落相对典型地

展示了《中国日报》的态度和生态取向。

2.2.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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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AM Corpus Tool 6.2作为辅助工具用于进一步标注

并获取相关数据。本研究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态度资源

进行分类。

3 数据分析与讨论

本章分析了《中国日报》关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的

报道中态度资源的分布特征，并对态度资源的生态属性

进行了探讨。

3.1 相关报道中态度资源的分布性特征

UAM Corpus Tool 数据显示，所选新闻报道中的态

度资源总数为 846 个。其中，情感资源为 203 个，占 2

4.0%；判断资源为 214 个，占 25.3%；鉴赏资源为 429

个，占 50.7%。情感资源和判断资源的比例非常接近，

而鉴赏资源所占比例超过一半，表明鉴赏资源是《中国

日报》评估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主要态度资源类型。相

比之下，情感资源占比较低，这意味着《中国日报》在

相关报道中避免了大量使用情感评价。而鉴赏资源在所

选报道中使用最为频繁，传达了《中国日报》从社会价

值的角度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评价。

3.1.1情感资源的分布性特征

UAM Corpus Tool 数据显示，情感资源下的不同类

型的资源在数量和出现频率上分布极为不均。开心/不

开心资源只有 2个，占 0.2%；满足/不满足资源仅有 6

个，占 0.7%；安全/不安全资源为 69 个，占 8.2%；倾

向/非倾向资源高达126 个，占 14.9%，近三分之二的情

感资源属于倾向/不倾向类型。

在情感资源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与倾向/非倾

向类型和安全/不安全类型相关。因此，关于日本排放

核污染水的《中国日报》报道传达了该报对这一事件影

响安全感的观点，并反映了人们对此事件产生的不安全

感和反对倾向。《中国日报》的报道避免了过度描述幸

福或满足的程度，而更侧重于刻画人们对排放事件中倾

向性和安全问题的情感。以下是情感资源的示例：

All schools in Fukushima prefecture rejecte

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proposal to use Fu

kushima seafood in their meals.

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到太平洋后,民众对于

海水中辐射量的担忧一直存在。正因如此，福岛的学校

拒绝给学生提供福岛海鲜。在例 1中，词汇“reject”

（拒绝）属于情感资源中的倾向/不倾向资源，反映了

福岛学校在核污染水排放后对食用海鲜的反对倾向。这

个例子展示了福岛人民对核污染水的关注，以及他们对

排放事件的负面态度。它还暗示了《中国日报》对日本

排放核污染水的怀疑的情感。

3.1.2 判断资源的分布特征

据 UAM Corpus Tool显示，行为规范性资源的数量

为 31，占 3.7%；做事才干性资源的数量为 23，占 2.7%；

坚韧不拔性资源仅为 2，占 0.2%；行为正当性资源为 1

04，占 12.3%；真实可靠性资源为 54，占 6.4%。可见，

在判断资源中，行为正当性资源最多，占几乎半数。真

实可靠性资源占判断资源总数的近四分之一。行为规范

性和做事才干性资源的比例接近，而坚韧不拔性资源的

使用频率极低。可以发现，这些报道主要将日本排放核

污染水评估为一种伦理错误。以下是所选报道中的典型

判断资源示例。

It is selfish and irresponsible of Japan to

discharge nuclear contaminated water into the

ocean, which saves the cost of itself at the ex

pense of the world,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Wang Wenbin said on Wednesday.

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紧密相连，全球命运共同体

已经初步形成。环境问题近年来成为热议话题，世界各

国都致力于保护环境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

为了降低核污染水处理的成本，日本不顾世界其他国家

反对，选择了最便宜却最有害的处理方式——即排放核

污染水。日本正在利用海洋稀释核污染水，而世界则共

同承担其后果。在例 2中，“selfish and irresponsi

ble”（自私且不负责任）是判断资源中的行为正当性

资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日本行为的负面评论

反映了中国政府认为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在道德上是错

误的、目光短浅的，并且危害世界。

3.1.3鉴赏资源的分布性特征

UAM Corpus Tool 显示，在 429 个鉴赏资源中，社

会价值资源的数量为 368，占态度资源的 43.5%。反应

资源的数量为 53，占总数的 6.3%。所选报道中包含的

组成资源为8个，占仅 0.9%。鉴赏资源中社会价值资源

最多，且超过 85%的鉴赏资源为社会价值资源。这些报

道突出了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以下是

鉴赏资源的典型示例。

Although Tokyo is sparing no efforts to w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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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wash its toxic pl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

ity should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damage the

radioactive wastewater could cause to human hea

lth, seafood, and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ec

ology.

例 3说明了日本在为其不道德行为寻找合理辩解。

国际社会应当看到排放核污染水背后的危害和严重后

果。核污染水排海将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导致海鲜含有

有毒物质，最终影响人类健康。例 3使用了鉴赏系统中

的社会价值资源。单词“damage”（破坏）表达了核污

染水对社会和环境的破坏，并反映了《中国日报》对排

放核污染水行为的负面态度。

3.2 相关报道中态度资源的生态属性

根据 UAM Corpus Tool 的数据显示，在所选的报道

当中，生态有益性的情感资源和判断资源均为186 个，

占比22.09%；生态模糊性的情感资源为 17个，占比 2.

02%；生态模糊性的判断资源共 27 个，占比 3.21%；无

生态破坏性的态度资源。不难看出，所选语料的态度资

源整体呈现生态有益性。在生态有益性资源中，鉴赏资

源占大部分。情感资源和鉴赏资源中的生态有益性资源

的数量相同，均占比 22.09%。

3.2.1情感资源的生态性特征

以下是从所收集的新闻报道中摘录的较为典型的

生态有益性的情感资源示例：

Meanwhile, South Korea’s imports of Japane

se seafood plummeted for the second consecutive

month on rising worry about Japan’s planned r

elease of radioactive wastewater into the Pacif

ic Ocean this summer.

在例 4 中，词语“worry(担忧)”表达了韩国政府

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关切。日本排放核污染水事件引

发了人们对日本海鲜质量及自身生命安全的担忧。这里

的态度资源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核污染水的负面影

响，加强了读者对环境保护的理解，符合“多元和谐、

交互共存”的生态哲学（何伟，魏榕,2018a:32）。

3.2.2判断资源的生态性特征

以下是从所收集的新闻报道中摘录的较为典型的

生态有益性的判断资源示例：

It has ignored the professional and authori

tative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nd o

pposition at home and abroad, showing its disre

gard for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

th.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计划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利益

和安全。日本单方面、绝对地排放核污染水引起了世界

各国的反对。在例 5中，“disregard”（忽视）是一

个负面的判断资源。结合上下文，这个词表达了日本对

海洋生态环境和人们生命安全的忽视，并暗示了记者对

日本行为的负面态度，激发读者对日本破坏环境的行为

的反对情绪。

3.2.3鉴赏资源的生态性特征

如前文所述，判断资源中的生态有益性资源的数量

最高。而大多数判断资源与社会价值相关。因此，所选

新闻报道在评价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社会影响时展现

了明显的生态有益态度，以下为典型示例：

They said the plan to release the wastewate

r over decades is “fueling” anxiety about the

future and doubt about continuous fishing oper

ations.

例子 6中的“fueling anxiety”是一个社会价值

资源的评价资源。《中国日报》通过使用这一资源表达

了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疑虑，引导读者认识到核污染

水对生态和人类的破坏。

4 结论

在态度资源的分布性特征方面，根据对态度资源的

分析，研究发现鉴赏资源的使用频率高于情感资源和判

断资源。情感资源反映了《中国日报》对日本核污染水

排放事件的情感态度，判断资源则用于评估与该问题相

关的行为。鉴赏资源在评估日本处理核污染水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态度资源的生态性特征方面，所选报

道中的生态有益资源占据较高比例，生态模糊资源次之，

而生态破坏资源所占比例最小。总体而言，《中国日报》

将日本核污染水排放描述为对生态有害的行为，并通过

强调这一行为导致的令人担忧的局面来激发读者的情

感，坚守“多元和谐、交互共存”的生态哲学（何伟，

魏榕,2018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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